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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标准名称标识符介绍
缘起背景
国内外研究实践现状
KID



缘起背景

http://expert.ckcest.cn



缘起背景

中国工程科技专家库（CEET）http://expert.ckcest.cn



国内外研究现状

国
内

ScholarID： 百度学术的ScholarID。



国内外研究现状

ResearcherID国
外



国内外研究现状

ISNI



国内外研究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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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SNI:国际标准名称识别码（International Standard Name Identifier ）国
外

ISBN
ISSN
DOI
ISRC
ISNI



国内外研究现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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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RCID iDs 开放学术出版物及学术产出的作者ID
（Open Research and Contributor ID）

国
外



KID

一、可以区分相同参与者的不同身份，解决Who is who的问题

学者是学术研究的主体，全面准确地追踪学者的学术产出对洞悉学术影响力、学

术生产力，促进科研合作及知识传播乃至抑制学术不端都有着重大意义。

因“学者姓名拼写歧义”导致人们很难明确、准确、高效地定位并追踪学者的学

术产出，更无法追踪学者的学术影响力。

二、促进知识传播，服务于学术研究

实现学者学术身份的识别与认证，消解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交流障碍，从而更好服

务于学术研究，促进知识传播。

三、避免学者ID的大量重复建设

目前，为了管理学者学术产物，国内已经建设了不少学者ID体系；各个行业均在

考虑进行学者库、专家库和智库建设，为避免重复建设，学者ID亟需从国家层面统一。

http://kid.ckcest.cn



KID

http://kid.ckcest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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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情况介绍
学术社交

网络接入认证

Cernet-Carsi

学术期刊

知识服务



应用情况介绍 —— 学术社交

15名片创建与更改 名片导出与分享



应用情况介绍——网络接入认证

16
16



应用情况介绍——Cernet-Cars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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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RNET Authentic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Infrastructure
跨校身份认证（联合认证）资源共享基础设施

• 核心组件——身份提供者IdP
– 身份认证

– 身份属性发放

• 核心组件——服务提供者SP
– 基于用户属性的授权

• 辅助组件——目录服务DS

CARSI的技术基础——saml/shibboleth



应用情况介绍——Cernet-Cars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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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了服务共享，突破了地理位置限制和应用限制，任何人、任何时间、任何地点
可以访问线下已经获取权限的应用系统/服务



应用情况介绍——Cernet-Cars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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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高校网络中心IdP

– 本校师生使用校园网身份可以访问更多的国内外教育科研资源，不用建立单独的身份

– 支持本校师生随时随地访问学校采购的商业资源，方式更灵活，访问更可控

– 高校国际化程度的重要体现

• 高校应用系统SP

– 让更多学校的师生了解并有控制地使用本校的特色资源

• 商业应用系统SP

– 精准定位应用访问群体，用户身份更真实

• CARSI

– 为学校和应用系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，用户身份更可信，资源访问更可管，争取实现应用场景创新



应用情况介绍——Cernet-Cars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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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07年，北京大学内部试验

• 2008年：CNGI项目支持，将规模扩大到30个CERNET2核心节点

• 2011年：和CALIS合作，进一步扩大规模先后，70+学校加入，7个国外大数据库商60+服务。

• 2017年11月，被列入教育网基础服务

• 2019年5月，成功加入eduGAIN。



应用情况介绍——学术期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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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情况介绍——知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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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情况介绍——知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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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用情况介绍——知识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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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进展



进展计划——中国标准名称标识符国标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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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原则
一、合法

凡人员身份、机构性质等方面内容，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。

二、国际性
遵照国际标准基本原则，采用国际性编码体系，为世界范围内的信息共享做好准备。

三、兼容性
充分考虑标准的兼容性，在ISNI元数据部分充分兼容已有的行业规范。

四、广泛性
注重广泛性和普适性，可应用于新闻出版、互联网机构、学术机构、政府部门及新媒体等对

学者标识有需求的行业。

五、关联性
注重发挥ISNI标识符的“桥梁”功能和作用，与国内现有的各行业的数据库关联，推动标准

规范体系的应用。



标准技术内容-主要技术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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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题
内

本标准规范了标准名称标识符的编码体系，用于标识符应用的功能组件

（语法、描述和解析），以及对标识符进行注册和管理的一般原则。
编码
体系

标准名称识符用来标识和识别学者，规范学者元数据著录项。
标识
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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